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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1611.10—1671.11），字密之，出
家后改名大智，别号弘智，又号无可，人称药
地和尚，安徽桐城人，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
家、科学家。曾与陈贞慧、冒襄、侯方域等主
盟复社，人称“明季四公子”。与顾炎武、黄宗
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四大思想家”，并以

“百科全书派”思想家著称。
清康熙六年（1667 年）十月，方以智与钱

澄之（初名秉镫，晚号田间老人、西顽道人，
安徽桐城人，明末爱国志士、文学家）秋游武
夷。方以智在景区七曲金鸡社、六曲响声岩
和云窝仙掌峰分别题写内容相同、笔画略异
的“南无阿弥陀佛”三幅墨宝，此举在武夷山
摩崖石刻史中堪称“唯一”。那么，方以智为
什么要在此深深礼叩三声佛号呢？

一叩山水 碧水丹山皆胜景

10岁左右的方以智曾随父母泛游武夷。
其父方孔炤时任福宁州知州，在武夷五曲云
路石上题写下“重洗仙颜”四个大字，并赋诗
一首以表达对朱子的尊崇。童年的这次游历
给方以智留下深刻的印象，“峭石骨立数十
百丈……独武夷有九曲溪，可以击櫂……

‘重洗仙颜’，老父庚申（1620 年）题于云路，
盖识之也”。

47 年后的 1667 年秋，方以智以僧人的
身份再次踏访武夷山，为丹霞地貌、红绿相
映的山光水色所折服，在六曲云窝、天游一
带流连忘返。据传方以智曾有长留武夷之
意，魏禧《送药地大师游武夷山序》云：“妄意
师到武夷，有瘾君子为师纳屦折杖，结茆屋
居师……师亦当不欲去……师老于武夷，为
吾道南主人，未可知也。”

之前曾游鼓山、九鲤，加上今游武夷，方

以智汇有《三游诗》，而据王岱（明末清初湖
南湘潭人，清康熙间荐举鸿博，官澄海知县，
与顾炎武、王士禛、施闰章等友善）《了庵诗
文集》卷六《无可和尚三游诗序》所述，此为
方以智在青原山所作，王岱于康熙十七年

（1678 年）从京中友人房慎庵处搜得，汇辑成
册并作序，今佚。清董天工《武夷山志》（乾隆
刻本）卷十七《寻胜》说方以智“尝寓武夷经
年，多所题咏”。很可惜的是，这些题咏武夷
的诗句均已散佚。

与之同行的钱秉镫留下七绝《孟冬同无
可禅师、李磊英居士游武夷山》四首，其一

《登一览台》赞道：“闻到天游客罢游，果然此
踞最高头。方知曲曲山回转，合使峰峰水抱
流。”从中可见武夷风光的奇绝和客人们尽
致的游兴。

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方以智的长子
方中德为王梓（号适庵，清康熙年间崇安县
令）作《〈武夷宦游稿〉序》。其后，方以智的孙
子方正珌在武夷山留下了《小九曲口占》《一
览亭观云海》《卧龙潭》《白云庵》数首山水
诗。其中《云路石观先曾王父暨先王父题字
感赋》云：“武夷胜处溯渊源，大隐屏高精舍
存。为傍晦翁瞻故迹，如闻太姥唤曾孙。几经
仙腊犹弹指，暂扫荒苔欲断魂。八十余年谁
护惜，清泉白石旧乾坤。”则是绍学先人的武
夷感怀诗。可以说方以智一家四世皆与武夷
有缘，并留下诗文墨宝。名人名山相辉映，诚
为武夷之幸。

二叩师祖 三教同山添奇观

武夷山儒释道三教同山，和谐共处延绵
不绝。南朝梁时期文字训诂家顾野王定居武
夷山讲学著述将近 20 载，史载“崇人知学自

顾野王始”，开启了武夷山儒学之先河。
唐武德元年（618 年）佛教传入武夷山，

僧人在云窝茶洞接笋峰下创建石堂寺，为武
夷山最早的寺庙。唐末五代著名道士杜光庭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将武夷山定性为“升
真玄化洞天”，宋代道教经书总集《大宋天宫
宝藏》把武夷山确定为道教“第十六洞天”。
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受外祖父吴应宾（自号

“三一老人”）儒释道三家合一的观点影响，
对儒释道三教的批评与会通思想主要集中
在他于清顺治九年（1652 年）前后完成的哲
学著作《东西均》中。

顺治十年（1653 年），方以智重回离别十
年的金陵，皈依天界寺的道盛法师。康熙六
年（1667 年）闰四月，方以智前往福州鼓山为
永觉和尚扫塔，辗转莆田等福建各地，而后
于秋十月来到武夷山，先拜谒了道盛法师，
并为师祖元镜禅师（世称东苑镜禅师）扫塔。
其《冬灰录》卷四有《到武夷石屏扫东苑老祖
塔》《东苑老祖像前致供》等文可资佐证。

方以智第二次来到武夷山，深感武夷山
是三教同山的一座名山，于九曲精华的云窝
仙掌峰、响声岩和七曲金鸡社三处，在原有
朱熹“逝者如斯”、陈省“空谷传声”“壁立万
仞”及“仰之弥高”“天上山”“见石面”等儒道
摩崖石刻的基础上，特意增加“南无阿弥陀
佛”这句礼赞佛家之语，使得武夷山三教同
山特征更显突出。

三叩家国 于无声处蕴惊雷

大明王朝灭亡以后，方以智不忘故国，
一直秘密地从事反清复明活动。1667 年闰四
月开始，方以智以僧人的身份作掩护，从北

（江西吉安青原山）到南（福建福州），又以为

鼓山永觉和尚扫塔的名义，在福建从南到北
（福州、莆田、建安、武夷），秘密联络流落在
闽的反清势力，而闽北武夷山一带则是联系
闽南与赣皖的交通要道。

据方以智后人（十世孙）方叔文《方密
之先生年谱》记载：“时文士缁流从而游者
数百人，所过名山胜水，乃是藉此机会，宣
扬民族意识，激励一线未死之人心，以期复
兴中华于异日。”不幸的是，此事被清廷暗
中察觉，方以智于康熙十年（1671 年）因“粤
难”被捕，后有江西万安惶恐滩自沉（或说
病亡）一劫。

方以智的福建之行表面看是为祖师扫
塔，进行佛事活动，实际上是与隐伏福建各
地的反清义士多多接触。方以智从弟方孝
标曾一同游览武夷山，留下《游武夷山记》，
从中可知方以智一行在武夷山交接的对象
除佛教界高僧道盛、居士李卷（字怀之，又
字 磊 英 ，闽 县 人 ，明 亡 隐 居 武 夷 山 五 曲 茶
洞，采茗自活，筑室曰“煮霞居”）外，还有当
地大户、昆石山房主人蓝润彩，馈赠茶叶者
金乾阳等人。

之后，方孝标去谒见靖南王耿继茂、耿
精忠父子。“康熙十三年（1674 年），耿精忠
反，民不聊生，时伪知县林经国百计抚恤，终
为无补”（清雍正版《崇安县志》），方孝标、姚
文燮这些人纷纷投入“三藩之乱”中，失败后
又转入庞大的地下组织洪门和天地会。

据说方以智是天地会的创始人之一。
“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
锐气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传说为方
以智所创。在朝代更替的混乱时期，方以智
渴望有一声霹雳惊雷，而他的种种考量与
细细准备，何尝不是在酝酿一场震天动地
的惊雷呢！

方以智“三叩”武夷山
□詹相文

闽 清 县 云 龙 乡 际 上 村 村 口 有 处 摩 崖
石刻群，崖壁高二三丈，宽十丈许，中央镌
刻“起傅岩”三个大字，字径约 1 米，为楷体
直书阴刻。在其左右侧，各勒一道圆首碑
状题刻，由于年代久远，右碑已漫漶不清，
左边可见一首题为《咏傅岩》的七言律诗：
欲识东君信去催，古人止渴意思梅。根茎
虽向春前发，枝叶曾经雪里开。万木丛中
推作首，千花圃内独为魁。高才应是和羹
手，何必须教傅说来。

据载，际上村口“起傅岩”三个大字和
《咏 傅 岩》诗 均 为 宋 绍 兴 二 十 四 年（1154
年）状元张孝祥所题写。当时，张孝祥应同
榜进士陈和中（陈祥道之侄）的邀请，慕名
造访北宋名士陈祥道、陈旸两兄弟故里漈

（现为“际”）上有感而发。
起傅岩传说为陈祥道、陈旸旧时读书

休息处，而后陈氏兄弟考取功名，这便是
诗 尾“ 何 必 须 教 傅 说 来 ”的 由 来 。作 者 用

“梅花”和“和羹”表达对陈氏兄弟名望之
高、才能堪比宰辅之才的咏赞，认为不一
定非要附会傅说的传说。《孟子·告子下》
云 ：“ 舜 发 于 畎 亩 之 中 ，傅 说 举 于 版 筑 之
间。”后世常引用“傅说拜相”的故事，说明
出身普通的人经历一番磨难，也能取得突
出的成就。

陈 祥 道、陈 旸 兄 弟 ，为 北 宋 中 期 崇 尚
王安石“新学”的重要学者，在宋代学术思
想史，特别是中国古代礼乐学史上占有重
要的一席。真正让陈旸显名主要是因其两
部著作，一为“徽宗初，进《迓衡集》以劝导
绍述，得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二为“旸
所著《乐书》二十卷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
道进《礼书》故事给札。既上，迁太常丞，进
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进
鸿胪太常少卿、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
提举醴泉观”。可见，陈旸后升迁至礼部侍
郎等要职主要得益于《乐书》。

陈祥道，字用之，治平四年（1067 年）
进 士 及 第 。其 行 状 、墓 志 铭 等 全 无 留 存 ，

《宋 史》中 仅 在 陈 旸 传 后 有 载 陈 祥 道“ 元
祐 中 ，为 太 常 博 士 ，终 秘 书 省 正 字 。所 著

《礼 书》一 百 五 十 卷 ，与 旸《乐 书》并 行 于
世”。陈祥道以著《礼书》而闻名于世，《淳
熙 三 山 志》卷 八 载 陈 祥 道“ 尝 著《礼 书》。
王安石以闻，诏尚书给笔札以进。除国子
监直讲”。元丰初官制改革，“诏改国子监
直讲为太学博士”，陈祥道也因此转任太
学 博 士 。《宋 会 要 辑 稿》则 载 宋 哲 宗 元 祐
四年（1089 年）二月，翰林学士许将荐举：

“太学博士陈祥道尤深于礼……望试以礼
官 ，取 所 为 书 付 之 有 司 。”遂 诏 以 陈 祥 道
为 太 常 博 士 。而 陈 祥 道“ 终 秘 书 省 正 字 ”
则 得 益 于 范 祖 禹 的 举 荐 ，据《范 太 史 集》
卷二三《荐陈祥道礼官劄子》云：“臣伏见
秘 书 省 正 字 陈 祥 道 深 于 礼 学 …… 上 其 所
着《礼 书》一 百 五 十 卷 ，蒙 擢 寘 秘 省 校 正
之职。”由此一来，兄陈祥道著《礼书》，弟

陈 旸 著《乐 书》，这 对“ 礼 乐 ”兄 弟 因 此 而
成为当时名流。

“礼 乐 ”兄 弟 能 取 得 这 样 的 成 就 并 不
容易。陈氏兄弟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相反
却 是 家 道 贫 寒 。《乐 书》载 礼 部 文 牒 中 有

“祥道家贫无缘上进《礼书》”，再据诸本族
谱所载，陈氏兄弟家道实为贫寒，陈祥道

“初仕时，父殴公人死，而祥道任其罪，久
废”，致其赋闲在家发愤 20 年。

元祐五年（1090 年），陈祥道完成一百
五十卷的《礼书》，并得以进献朝廷，其也
因《礼书》才得以“迁秘书省正字，赐鲱衣
太学博士”。《礼书》总结归纳了先秦礼制，
梳理了历代礼制沿革的方式，考订了礼制
中名物形制功用和行礼仪节方位，是一部
通礼类的礼学著作。《礼书》问世之后，翰
林 侍 讲 学 士 、国 史 院 修 撰 范 祖 禹 称 赞 说

“精详博洽，非诸儒所及”。北宋文学家李
廌称“《礼书》通博，一时少及”。明代著名
学者张溥在《礼书叙》中将陈祥道《礼书》
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相提并论，认为前
者为枝叶，后者为根本，二者互补，读礼习
礼者应将二书并观。

至 陈 旸 时 ，家 境 并 未 改 善 。据 当 地 文
史资料记载，1983 年陈旸生母谢氏的墓葬
因墓地纠纷被扒，该墓为单穴石拱塘，无
墓志铭，也未见实物、明器、陶俑之类的殉
葬品，实为清寒人家的墓葬，足见陈氏兄
弟的确出身寒苦。

陈旸仕途与其兄陈祥道相比，虽然较
为顺利，但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却是北宋最
为糟糕的时候。陈旸科举取第后，被授初
等职官堂除，在离京城开封不远的京西北
路的顺昌军掌勘问刑狱七八年，正值朋党
之争如火如荼之时。北宋士大夫间因政见
引起的党争萌芽于仁宗景祐、庆历年间，
盛行于神宗熙宁以后，大致经历了熙丰新
政 、元 祐 更 化 和 绍 圣 以 后“ 绍 述 ”三 个 阶
段，直至北宋灭亡。其间的元祐更化是北
宋党人在政治斗争中全面趋向情绪化、意
气化的 8 年。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陈旸中
举进入宋室文官系统，首先面对的是愈演
愈烈的朋党之争。成书于宋徽宗崇宁二年

（1103 年）的《乐 书》，正 是 陈 旸 不 随 波 逐
流、趋炎附势，反而是潜心礼乐的研究，最
后才得以著写而成。《乐书》也是世界第一
部音乐百科全书，比欧洲第一部音乐百科
全书德国《音乐词典》还早 600 多年。《四库
全书总目·乐书提要》在收录《乐书》时载：

“ 北 宋 乐 书 惟《皇 祐 新 乐 图 记》及 此 书 存
耳。”评价不可谓不高。

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视礼乐文化，出
身布衣、家道贫寒的陈祥道、陈旸兄弟先
后 完 成《礼 书》《乐 书》，由 此 奠 定 了 他 们
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朱熹曾以“棣萼
一门双理学，梅溪千古两先生”诗句高度
评 价 这 对 兄 弟 ，真 可 谓 是 一 场 成 功 的 人
生逆袭。

闽清起傅岩：“礼乐”兄弟逆袭记
□苏经强 周至杰 文/图

方声洞，字子明，福建侯官人。1886 年 6 月出生
于福州城北九彩园。1902 年赴日，就读于日本成城
学校。1905 年加入同盟会，同年因母丧返闽。1906 年
再次赴日，入学千叶医专。1911 年参加广州黄花岗
起义，不幸牺牲。

方声洞少年时随父赴鄂，就读于新式学堂。在
鄂期间，方声洞时常目睹西方列强依仗与清政府签
订的不平等条约肆意欺凌国人，这也更进一步激起
了他的爱国心。他常以其兄方声涛为榜样，在日常
生活中强调“劳则习苦，俭则不匮”的精神，以便日
后“能与士卒忍饥劳涉险阻”，从而仿照其兄，以军
事振兴中华。

1902 年，方声洞跟随方声涛等赴日留学，一同
就读于成城学校。当时清政府禁止没有督抚担保的
自费生学习军事。方声洞并非官派生，因此其虽就
读于成城学校，但所学并非军事科，而为普通文科，
这一点从方声洞两年半的学制上亦可体现。但成城
学校毕竟是军事类院校，其文科课程亦包括体操、
剑术、射击、距离测量、野外演习等众多军事课程，
相较于军事科而言，仅缺少了“典令教范科”课程。
方声洞在校期间勤勉好学，每天凌晨五点起床学
习，晚上九点熄灯就寝，数年如一日。成城学校的就
读经历，也为方声洞日后的起义活动奠定了军事基
础。

1903 年 3 月 29 日，成城学校举办了以中日学生
为主要参赛对象的运动会，但运动场上所悬挂的万
国旗中唯独没有象征着中国的黄龙旗。对此，以方
声洞为主的成城学校留学生认为学校所悬挂之万
国旗“各国皆有，而我独无，是明明不耻我于诸国
也”，认为这是对中国的羞辱，遂向校方提出强烈抗
议，要求校方悬挂中国国旗。

起初，校方对中国留学生的抗议置之不理。对
此，方声洞等中国留学生遂相约拒绝参加运动会。
他们或在宿舍教室中相拥而泣，表达不满；或立于
要路，阻止国人参加这一辱华运动会，以示抗议。
最终，“日人始惧，转瞬间黄龙大旗与日本国旗交
叉于门首，而小旗亦与各国旗飘摇”。但事情发展
至此，方声洞等中国留学生依旧没有一人参加此
种侮辱中国的运动会。中国留学生的抗议，不仅在
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日人看到了中国青年捍卫祖
国尊严的决心，同时也彰显了近代中国留日生的
爱国之情。

1905 年 8月，孙中山于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方
声洞率先响应，成为同盟会的首批会员。不久，方声
洞因母忧被迫返闽，但其革命事业却并未搁置，归
国期间积极从事民风开化活动，创办了面向大众的
书报阅览所，以图将革命思想普及于世。

1906 年，守丧期满的方声洞再次东渡。他本意
继续学习军事，但此时中日两国政府已进一步加
强对留日生的控制，对学生的就读学校、所学专业
等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无奈之下，方声洞只得
退而求其次，就读于千叶医专。在校期间，方声洞
一方面刻苦学习外科学、解剖学与卫生学等 10 类
33 门专业课程，另一方面依旧不忘化学、物理等公
共学科的学习，希望自学制造炸弹，为革命起义提
供武器。

同时，方声洞还积极从事联络党人、运送军火
等革命活动，并曾出任中国留学生总代表、福建同
乡会议事部部长与同盟会福建支部部长等职。1908
年，革命领袖黄兴作诗赞扬方声洞：“飞扬遥想汉将
军，下马还书露布文。风卷黄沙歌出塞，燕然山畔纪
功勋。”

1911 年初，同盟会决议抽调骨干力量发动广
州起义。方声洞得知这一消息后彻夜难眠，随即开
始积极准备归国起义事宜。但方声洞所在的同盟
会福建支部考虑到他长子未满周岁，妻子尚有身
孕，且同盟会福建支部也需骨干主持事宜，因而决
定 让 方 声 洞 留 守 东 京 。方 声 洞 闻 讯 ，遂 诘 问 为 何

“诸君不许吾同死耶”，指出“义师起，军医必不可
缺”，自身习医数载，长于医护，能在起义中发挥重
要作用，并说：“且吾愿为国捐躯久矣，今有死所，
奈何阻我去？况事败诸君尽死，我能独生耶？留我
奚益？”

对此，林文等人向他解释革命强调前赴后继，
如果此次起义不利，他日还可卷土重来。如若此次
闽籍留日生皆一同就义，日后义旗再举，闽省无人
响应，岂不令人哂笑，因此“今日留君，正以君堪重
任，而未客轻于一掷耳”。方声洞虽心有不甘，但仍
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安排，留守东京。

1911 年 3 月中旬，方声洞忽接吴玉章来信，告
知起义军火不足，请其秘运军火以作接济。之后，方
声洞一方面积极筹备军火，另一方面在第一时间内
完成了相关职务交接。3 月 28 日起，方声洞开始运
送起义所需军火，并于 4 月初如数运抵香港。方声
洞深知广州起义事关革命成功与否，而多一人为之
奋斗，起义便多一分成功的希望，因此，他在抵达香
港后毅然谢绝了部分同志劝其返日的建议，决心献
身革命。

起义前夕，方声洞分别给父亲与妻子留下了绝
笔信。他在《禀父书》中向父亲解释了起义之因，指
出自己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但家国不能并
顾，忠孝不能两全，现国家蒙难，所以“一切家事，均
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强调“虽奋斗而死，亦
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况且“事败
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
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因而“但望大
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

他在《与妻书》中告诉妻子“当吾由东承运军火
来港时，已决志捐躯于沙场，为祖国报仇，为四万万
同胞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所不即行相告者，恐
吾爱卿以吾赴死为悲耳。刻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
所”，请妻不要难过。

1911 年 4 月 27 日，广州起义如期爆发。年仅 25
岁的方声洞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最终不幸牺牲，却
给后人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方声洞：
清末闽籍留学生的
使命担当
□胡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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